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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中国在历史上有极其丰富的印染技艺，如夹缬、绞缬、戳印、刷印等。
长期以来，国人以为夹缬早已失传，但上世纪90年代，在浙江地区又“发现”了夹缬，它以单色——
蓝夹缬的形式，活态地存在于民间。
蓝夹缬不仅在工艺制作上传承了古老的夹缬技艺，所印花布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。
用做结婚被面，和当地百姓世代相伴，从未中断。
一件完整的蓝夹缬被面，印着以戏曲为主的十六片纹样。
蓝夹缬是这一地区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发现。
张琴女士对蓝夹缬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，她的主要贡献有两点：一，她用五年时间坚持在浙江南部
作田野调查，初步勘定了蓝夹缬的流布区域，对蓝夹缬的雕版、打靛、印制等工艺进行了详细记录，
并在大量的实物基础上，指出蓝夹缬的主要纹样是当时流行的戏曲。
她的专著《中国蓝夹缬》(学苑出版社，2006年)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，荣获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
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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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将为中国民间戏曲的传世图像增加一个新的门类——戏文蓝夹缬。
作者是蓝夹缬工艺的命名者，五年的独立田野调查，使她拥有大量的一手资料。
本书展示的五部昆曲蓝夹缬图像，遴选自一万多件老蓝花布被面，首次完整面世。
丰富、生动的民间艺术形象，以及作者对工艺、民俗的系统研究，对传统戏曲的伦理反思，使本书既
可轻松欣赏，也可收藏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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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张琴，女，1971年生。
原籍浙江，现居北京。
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　　著有《中国蓝夹缬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06年）、《乡土温州》（浙江古籍出版，2003年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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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第一章 白兔记一、《白兔记》及传世图像《白兔记》叙述的是五代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和妻子
李三娘之间的悲欢离合，成功塑造了一位受尽磨难而矢志不渝的平民女子的动人形象。
据《旧五代史·汉书·后妃列传》，“高祖（刘知远）皇后李氏，晋阳人也。
高祖微时，尝牧马于晋阳别墅，因夜入其家，劫而取之。
及高祖领藩镇，封魏国夫人。
”正史的这些记载，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《白兔记》由此衍生，且传唱甚广，为四大南戏之一，高腔、昆曲、京剧、梨园戏等诸多剧种均有上
演。
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三个版本：（1）、成本，明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年）永顺堂书坊刊印的《新编刘
知远还乡白兔记》。
此本语词鄙野，不分场出，开篇有“亏了永嘉书会才人，在此灯窗之下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编成
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”等交待，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南戏刊行本。
（2）、富本，明万历（1573—1619年）前后富春堂书坊刊印的《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》。
此本在人物、情节方面修改较大，虽然仍以白兔为题，但却删去了白兔引路的切题章节。
（3）、汲本，约刊印于明天启、崇祯年间（1621—1644年）的毛晋汲古阁版《白兔记》。
此本场次清楚，人物塑造较富本质朴。
此外，遗落在海外的三种明代戏文孤本中，除戏文记录外，还附有晚明时期流传于民间的相关歌谣，
如“刘智远分别在瓜园内，丢下了李三娘好不孤晒。
歌（哥）嫂逼勒重招婿，汲水并挨磨，日夜受禁持。
义井传书。
夫，胶（咬）脐送与你”等。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蓝花布上的昆曲>>

后记

蓝夹缬是唐代复色夹缬技艺的遗存，是我国古老的雕版印染活化石。
蓝夹缬的戏曲纹样，是我国传统染织品中以戏曲人物为主要纹样的唯一孤例，在品种和数量上也极大
地丰富了我国民间戏曲图像的传世存量。
在流传地，蓝夹缬在人生礼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是研究当地民间文化圈的理想标志物。
在工艺流程上，蓝夹缬技艺由雕版、制靛及印染三个环节组成，温州地区尚完整保存，但已处于濒危
状态。
如雕版技艺，历来在瑞安市(县级市)的两大花版家族中传承，此两家族现仅余一名艺师真正具备操作
能力；制靛技艺，原来的种靛区有乐清市(县级市)中雁山麓、文成县玉壶山区、平阳县腾蛟片区等，
目前只有乐清中雁山麓的十多位老靛农还在种靛、打靛；印染技艺，历史上的蓝夹缬染坊遍布温州城
区、乡镇，不下二百家，于上世纪70年代后基本歇业。
现有的两家染坊，一家在苍南县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蓝夹缬染坊经历，于1988年新设，初期得到日本
商人的资助；一家在乐清市，是四代家传的老作坊，停业已逾二十年，赶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好
时光，于2007年在当地管理部门的帮助下重开。
上述价值及濒危现状，表明蓝夹缬具备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条件。
浙江省有关部门已把蓝夹缬公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申报国家级名录。
这原是皆大欢喜的好事，但在申报过程中，出现了激烈的争议，直至发生多起进京告状事件。
综观这些争议的焦点，集中于两部分：第一，对项目名称的争议，是夹缬还是蓝夹缬？
历史上的夹缬技艺是复色的，在流传的过程中，复色制作法已失传，温州及周边地区保存下来的，是
单色(蓝色)技艺——蓝夹缬。
除工艺特征不变外，蓝夹缬的外观、纹样及使用功能等，都已和历史上的复色夹缬有了很大的区别，
已别有天地。
从这点来说，项目名称用蓝夹缬比夹缬确切，也更有利于流传地区特有文化内涵的挖掘。
当然，这并不排斥有关单位或个人对复色夹缬的研究恢复，但那属于另一范畴，和申遗无关。
申遗，申报的是现在尚存的活态遗产，而不是早已消逝或将来有可能研究恢复的固态遗产，这是常识
。
第二，对申报单位的争议，是苍南县还是包含苍南县在内的单位？
浙江省公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，蓝夹缬的申报单位是苍南县。
浙江省推荐蓝夹缬项目申报国家级名录的，申报单位也是苍南县。
这里牵出一个关键问题，即：作为本项目的申报单位，苍南县是否具备典型性、代表性？
如前所述，蓝夹缬制作流程的刻版、制靛及印染三道工序，苍南县仅有一道印染。
此仅有的一道工序，还是1988年由外商资助新设，并且乐清市也有。
而乐清市除印染外，还保留有制靛技艺。
至于蓝夹缬项目最重要的刻版技艺，在有据可查的一百五十多年历史里，仅存传于瑞安市，根本和苍
南县不沾边！
至于某些人所称苍南县“完整保存着”蓝夹缬技艺，并且为了使这个“完整”看起来像那么回事，将
温州市的县级市瑞安市，也“造成”了温州市苍南县的“瑞安乡”，就更是违背起码的真实了。
当起码的真实也被违背时，上级管理部门的把关和引导就显得尤其重要了。
最后说几句题外话。
申遗的目的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。
对基层管理部门来说，要达到更好地保护的目的，全面了解自己区域的文化遗产资源，并且正确了解
这些文化遗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价值地位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只有通盘掌握情况，才能申报一个项目，带动一片地区，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，从而取得良性效应
。
以蓝夹缬为例。
在相关技艺尚存传的几个市、县，如瑞安市，该市的蓝夹缬花版雕刻是国内一绝，而更绝的是，蓝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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缬花版家族的聚居地，紧邻该市的另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片区——木活字印刷村落。
世代传承木活字印刷技艺的是王氏家族。
这个王氏家族和花版家族施氏，自唐朝以来，一路结伴迁移，自河南光州，至福建泉州，至浙江平阳
，最后在瑞安高楼比邻落户，一家独掌蓝夹缬花版雕刻，一家专事木活字雕版印刷。
一千多年的迁移路线，典籍、文献历历可查。
相关部门如能通盘统筹，制定整体规划，在传承技艺的前提下，开辟主题博物馆、文化旅游保护区等
，那么，保护的成果应该相当可观。
又如乐清市，该市的靛青村和印染作坊均分布在中雁荡山麓，风景如画，存在整片保护的前提。
此外，蓝夹缬分布线横穿乐清境内，形成南部流传蓝夹缬，北部流传蓝印花布。
靛青、蓝夹缬、蓝印花布，三种资源加在一起，使乐清市具备了做成中国三千多年蓝染文化研究基地
的先天条件。
现在三种技艺的传人、工具均尚在，相关部门在申遗的同时，如能挖掘、整合这些资源，前景值得期
待。
对文化遗产的传人来说，在这场举国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中，他们是主角，是被保护的对象。
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遗产的泱泱大国，国家不可能把所有的文化遗产都供养起来，这不是国力所能
达到的。
文化遗产要得到真正的传承，归根结底还是要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，在现代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衷心希望蓝夹缬的艺师们，及早抓住政策给予的好时机，摆脱“坐、靠、等”的幻想，以自己的辛勤
才智，使美丽的蓝夹缬青春再发，回到生活中和我们亲切相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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